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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数字人民币来到浙江，杭州、
宁波、温州、绍兴、金华、湖州六地率先加入
了数字人民币“朋友圈”。农行浙江省分行
着重围绕核心商圈、市场、学校、景区、示范
村镇、民生缴费、企业服务等应用场景，稳
步推动试点建设，在保民生、促消费、扩内
需等方面扛起职责担当，引领先行。

“跟着文旅卡去旅行！我们的第一站
就是从嗦千岛湖的鱼头开始的。”今年刚退
休的杭州市民陈先生开心地规划着。作为
一名旅游爱好者，在农行服务点，听说杭州
文旅惠民卡可享受 26 家景点免费畅游的
福利，他赶紧和爱人一起办理。

在杭州，有超过 10 万名市民，人手持
有一张由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与农行合
作推出的全国首张政府数字人民币文旅惠
民卡。

据悉，该卡具有“景区畅游”“文化畅享”
“商圈畅购”三大优惠权益，权益总价值超
3000元。比如，景区畅游方面，可无限次畅
游包括天目山景区、瑶琳仙境、千岛湖石林
景区、西溪湿地在内的杭州27个景区，原来
少至几十元，多至100多元的门票，现在全
部免费，优惠门票合计达到1772元。

依托杭州文旅惠民卡，目前农行已发
放专享数币红包超15万个，直接拉动文旅
消 费 近 6000 万 元 ，带 动 综 合 消 费 超 3
亿元。

“用数字人民币买一杯农场咖啡”“用
数 字 人 民 币 去 村 卫 生 院 购 买 防 暑 药
物”⋯⋯在富阳新登镇湘溪村，数字人民币
的消费场景也分外火热。拿到农行发放的
30 元数字人民币红包，村民们都迫不及待
地体验使用。据统计，全村已有1600多名
村民开通数字人民币钱包，覆盖率达95%，
支付场景涵盖村卫生院、民宿、商超等，成
为浙江省首个数字人民币应用示范村。

在浙江其他的试点城市，用数字人民
币收付款同样成为当地“新时尚”，正在加
速融入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温州，农行用数字人民币创建银校
合作标杆，助力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成
为浙江省首家开通数币校园支付的高校；
温州市政府成为全省首个市政府机关应用
场景，为近4000名机构人员提供数币线上
线下支付服务；完成系统内首笔数币经营
贷款和温州地区首笔数币消费贷款发放，
积极助力普惠金融发展。

在金华，农行为当地最大连锁超市福
泰隆超市、金华第一百货、千物洋堂等核心
商圈主流商超开通数字人民币支付功能，
同时落地金华人民医院、浙江师范大学等
一批亚运会关联场景。

加速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渐入佳境，
只是农行浙江省分行扬帆数字金融蓝海的
一个切口。如今，从城市到乡间，从产业到
民生，农行正积极构建完整的“金融+生
产+生活+消费”金融服务生态圈，让数字
金融的力量不断向深度与广度延展——

通过与“浙里办”“浙政钉”“工商注册
平台”等互联互通，推进政务服务与金融业
务无缝衔接、一站通办。围绕老百姓衣食
住行，大力推广“智慧食堂”“智慧出行”“智
慧家居”“智慧物业”等互联网智能化服务，
建立触手可及、一键即达的场景近万个，惠
及超600万人。

鲜活的案例、生动的数据，彰显了农
行浙江省分行以“数字+”，切实助力乡村
振兴、为企赋能、服务民生，焕发出蓬勃的
生命力、持久力。“站上数字浙江建设潮
头，加快创新驱动步伐，推动数字化转型
与全面建设数字经济强省深度融合，我们
期待，未来越来越多的‘农行声音’从数字
金融领域发出，不断激发助推浙江‘两个
先行’新动能。”农行浙江省分行行长王全
刚表示。

打开数币活用新空间

聚焦金融领域，乘数而上的农行浙江省分行早已将推动

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列为“必答题”，不断将数字化转型推向
深入——从精心构筑数字乡村，到聚力提速线上贷款，再到丰
富拓展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在金融科技创新的赛道上蓄势发
力，为之江大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一桩桩、一件件、一幕幕的生动实践，不仅使“数字浙江”有
了具象画面，也为浙江打造数字变革高地增添助力。

乘数而上 蓄势而为正当时
农行浙江省分行以“数字+”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林梦婕 王锡洪 濮天宇

在杭州市萧山区梅林村，村民魏阿姨在乡村公园锻炼完后，
扫了扫健身器材上的二维码，把刚刚锻炼的数据顺手上传到自
己手机，还获得了积分。“现在健身、做公益、垃圾分类都可以积
分，积分可以兑换日用品，也可以买卖。”魏阿姨满脸笑意，介绍
未来乡村给自己日常生活带来的显著变化。

“数字+”给梅林村带来的巨变，让人眼前一亮。2021年起，
梅林村作为浙江省首批未来乡村试点，创建全省首个村级“共同
富裕”指标评价体系。农行浙江省分行为梅林村发放了4000万
元贷款，从智慧健身、智慧医疗站，到智慧公交、智慧老年食堂，
再到数字图书馆、美好生活中心，助力绘制出了一幅幅令人憧憬
的未来乡村新画卷。

引入数字化设备建设未来乡村，只是第一步。从更深层次
来考虑，如何通过“数字+”，把农业的发展圈、农村的生意圈、农
民的生活圈融合起来？

围绕这个命题，在金华，农行普惠金融与乡村数字化治理在
“智慧门牌”上找到了契合点，形成了生动演绎。

“大家有资金需求，都可以扫自己家门口的‘智慧门牌’，农
行工作人员马上就会上门联系大家。”永康市雅庄村村民小组组
长施广辉是村里“数字乡村”的推动者，也是村里通过“智慧门
牌”申请贷款的首批“吃螃蟹的人”。

前不久，由于产品销量有所增加，施广辉在当地经营的星辉
抛光材料有限公司急需一笔资金采购原料。“平日里使用的时
候，就关注到‘未来乡村’平台上有‘我要存’‘我要贷’‘我要保’
三大基础金融功能。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可以扫一扫农行的

‘智慧门牌’，尝试申请贷款。”施广辉回忆道。
施广辉在平台上录入的融资需求申请第一时间被推送到了

农行后台系统，工作人员立马上门走访服务，系统地了解企业经
营情况，同时考虑到施广辉是雅庄村村民小组组长，符合该行

“乡村振兴带头人贷款”准入条件，便立即为其办理了相关手
续。第二天，1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资金成功到账。

目前，当地农行已在雅庄村发放农户贷款70余户，贷款总量
2100万元，并为村集体授信1700万元，发放贷款499万元。

事实上，构筑未来乡村的美好梦想，不仅仅是为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注入数字赋能的金融力量，拉近村民与普惠金融服务的
距离，也是在重塑农业全产业生态，将乡村振兴的潜力无限激发
出来。

在衢州，通过农行智慧畜牧场景的支持，浙江华欣牧业养殖
场实现了现代畜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美好畅想。

“看起来就一个小小的耳标，以前仅用于区别是否打过疫
苗，现在却能与数字化养殖划上等号。有了这些耳标，我们可以
实时监测湖羊的生长状况，还能建立湖羊的羊肉信息档案并用
区块链存证。以后消费者能够通过手机直观了解每一头羊的生
长情况，买得也更放心。”浙江华欣牧业养殖场负责人秦少华指
着羊群耳朵上的标记，耐心地介绍道。

了解到企业在积极探索数字化养殖模式后，农行江山市支行
迅速组建专业服务团队，邀请上级行金融数字化专家，仅用5个工
作日完成“智慧畜牧管理平台”搭建，助力企业实现产业链信息化、
饲料企业信息化、医药防疫信息化、养殖溯源信息化，同时农行还
提供贷款支持1.5亿元，为企业创新驱动发展赋能添力。

眼下，未来乡村东风正劲。但对于农行浙江省分行来说，为
乡村振兴“数字+”插上腾飞之翼，远不止引金融活水助乡村蝶
变、赋能农业数字化转型等“组合拳”，真正练好内功才是本质。

为助推共同富裕，农行浙江省分行把推动“数字乡村”建设
写进了《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关于服务乡村共同富裕的十
六条意见（2021—2025 年）》，以打造数字金融生态为突破口，
积极探索可复制、能推广的金融服务乡村共同富裕模式。

近年来，农行分布全省的网点纷纷推动数字金融服务嵌入
农村日常生活场景，村民不仅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掌银、惠农
通服务点等“惠农商圈”申请贷款、在线支付、购买理财，还可以
完成衣食住行等日常消费。

截至9月末，该行已累计发放“惠农e贷”3490亿元，惠及农
户 51.2 万户；在全省设立上万个“惠农通”服务点，实现基础金
融服务村村通；总行智慧乡村综合服务平台覆盖 12 家地市行，
农村“三资”平台已在 46 个区县推广上线⋯⋯一个个生机盎然
的线上农村金融生态圈已然形成。

绘就数字乡村新画卷绘就数字乡村新画卷

在世界香菇人工栽培的发祥地——丽
水市庆元县，叶绍明是当地“菇农大军”中的
一员，他创办的庆元叶绿林贸易有限公司，
将香菇、黑木耳、灰树花等数十余款产品出
口到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国家，去年
出口额达到195万美元。

“没想到，去年海关贸易的数据可以直
接作为依据，向银行申请线上贷款。”由于没
有合适的抵押物，日前，叶绍明在农行庆元
县支行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通过“外贸 e
贷”，直接申请到了 57 万元的贷款，整个过
程快速又便捷。

在农行浙江省分行让“无形信用”变“有
形金融”的过程中，像这样创新线上贷款产
品和模式，赋能企业健康发展的生动案例
还有很多。而在“农行速度”背后，国有大
行的金融担当与惠企温暖正在不断释放
价值，潜移默化地助力企业创新发展，推
动省域现代化先行。

转型升级、降本提效，是纺织行业近年
来绕不开的热词。这对于绍兴柯桥信正针
织品有限公司来说，也不例外。前期，经过
设备更新升级、厂房扩容等一系列“大动
作”，企业迅速扩张，订单源源不断接入，需
要大量资金补货，原本还留有闲置资金的信
正针织品，一下子资金变得紧张起来。

今年上半年，农行柯桥支行在上门服务
中了解企业相关情况后，第一时间向其推
荐了“增享 e 贷”产品。它以企业工商、征
信、税务、农行业务办理等内外部数据为
支撑，由系统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为其核定

授 信 额 度 ，实 现 企 业 线 上 贷 款“ 即 申 即
批”。当天，该行即为信正针织品发放贷
款 100 万元，为企业业务拓展及转型升级
保驾护航。

一项项“农行速度”被不断刷新，一次
次贴心服务被铭记于心。这一切，都指向农
行浙江省分行驰而不息创新线上贷款产品
和模式的积极实践——

“政采云流水贷”“续捷 e 贷”“小企业
复产贷”，为小微企业提供流动资金贷款；
将小微网贷接入“浙里办”抗疫专区、省税
务局浙江银税互动服务平台，企业可在线
上政务办事平台直接了解、申请小微网贷；
与省级政策性担保公司合作，符合条件的
小微企业和“三农”客户线上申贷，可享担
保费用优惠。

今年以来，又在系统和同业中首创基
于留抵税的小微企业线上产品“留抵税 e
贷”,将银税互动产品客户从 A、B 级扩大
到优质的 M 级小微企业;深化与政采云
平台合作，创新推出“中标 e 贷”，为政府
采购中标企业提供自动、便捷、实时的融
资服务。

一系列无接触、移动式、无纸化掌上“e
贷”系列和“数字 e 贷”等数字化成果，通过
为小微企业“精准画像”，实现“秒批秒贷”，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将数字化金
融服务延伸到客户“掌间”，将优质暖心服务
送到企业“心间”。截至今年9月末，农行浙
江省分行线上贷款余额 3585 亿元，较年初
新增750亿元，线上化率20.30%。

触发线上贷款新速度触发线上贷款新速度

农行智慧网点项目获评“浙江金融科技十大案例”

浙江华欣牧业养殖场在农行智慧畜牧场景的支持下实现数字化养殖

农行在杭州下姜村设惠农金融服务点，推动数字金融服务嵌入农村日常生活场景

农 行 浙
江 省 分 行 智
慧 网 点 触 控
拼 接 屏 展 示
杭 州 城 市 大
脑相关内容

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与农行合作推出全国首张政府数字人民币文旅惠民卡


